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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rmal power and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in Ea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its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y	optimizing	the	energy	structu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rmal	power	and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reduce	greenhouse	gas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s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energy base in China, the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of eastern Mongolia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study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rmal power and photovoltaic 
energy	storage,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	eastern	Mongolia,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regions.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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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东地区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策略及其环保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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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探讨了内蒙古东部地区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策略及其环保效应。研究发现，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火电与光伏储
能的协同发展可以显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和污染物排放，为区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蒙东地
区作为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其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对区域环境和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研究火电与光伏储能的
协同发展策略，不仅能够提高蒙东地区能源利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还可以为其他类似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因此，本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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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蒙东地区概况
蒙东地区，即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地区，包括呼

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东部等地

区。该地区地广人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煤炭资

源和太阳能资源。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蒙东地区近

年来在能源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发展。然而，该地区的能源

开发和利用也带来了环境压力和生态问题。

1.2 当前能源结构及其问题
目前，火电在蒙东地区的能源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由于丰富的煤炭资源，该地区建设了大量火力发电厂。然而，

火电的大规模使用也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问题。且由于储能技术的发展滞后，光伏发电的波动性和

可靠性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1.3 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定义与基本原理
火电是以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为燃料，通过

燃烧产生热能，再转化为电能的一种发电方式。光伏储能则

是利用太阳能光伏系统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储能装

置（如机械储能、电化学储能、热储能等）将电能储存起来，

以供电力需求峰值时使用。二者的协同发展可以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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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蒙东地区能源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2.1 蒙东地区火电发展现状
蒙东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火力发电一直是其能源结

构的核心部分。由于该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火电厂数量和

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截至 2023 年底，蒙东地区共拥有数

十座大中型燃煤火电厂，总装机容量超过 5000 万千瓦。

随着国家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蒙东地

区的光伏储能产业也取得了显著进展。该地区地势开阔，日

照时间长，具备发展光伏发电的优越条件。近年来，蒙东地

区陆续建成了多座大型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已超过 2000

万千瓦。然而，由于技术较新，成本较高，光伏储能的发展

仍面临一定的经济挑战。

2.2 蒙东地区火电发展的挑战

2.2.1 现有能源结构的环保问题
尽管蒙东地区在能源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火力发电仍占据主导地位，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对大气环境造成

了巨大压力，雾霾天气频发。此外，煤炭开采和火电厂的建

设对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也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

2.2.2 能源供应与需求的矛盾
蒙东地区作为能源大区，长期以来存在能源供应与需

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电力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冬季供暖季，对电力的

需求更为迫切。另一方面，火电厂的高耗煤量和高污染排放

使得其供电能力受到了环境限制。同时，光伏发电虽有潜力，

但受限于天气和设备成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峰用电需求。

这种供需不平衡的现状，迫使蒙东地区在未来必须寻求能源

结构优化。

3. 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策略

3.1 协同发展模式概述
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需要有效的模式来整合两者

的优势，以实现可持续能源发展。智能电网技术在协同发展

中起着关键作用。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可以实现能量系统的

实时监控和优化调度，提高整个电力网络的效率和稳定性。

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可以预测电力需求、

优化发电和储能配置，以实现火电与光伏储能的最佳协同。

3.2 技术创新与集成
在技术层面，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依赖于以下

几个重要方面：

储能技术的发展是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当前，锂离

子电池、钠硫电池和飞轮储能等技术正在快速发展，这些储

能技术可以有效缓解光伏发电的不稳定性，提高电力系统的

可靠性和调节能力。

高效能光伏组件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光伏系统的发电

效率。目前，新型高效能光伏材料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双

面光伏组件正在逐步应用，这些技术可以在相同面积下产生

更多的电力，为储能系统提供充足的电能支持。

火电改造与优化也至关重要。通过技术升级和改造，

传统火电厂可以实现更高的燃烧效率和更低的排放。例如，

应用燃气轮机联合循环（CCGT）技术和碳捕捉与封存（CCS）

技术，可以显著提升火电系统的环保性能和经济效益。

3.3 政策支持与经济激励
政府在火电与光伏储能协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

用。通过提供光伏组件安装补贴、储能设备补贴和火电厂环

保改造补贴等，政府可以降低企业和个人在能源系统投资中

的经济压力。同时，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减免和财产税减

免，则能够进一步提高投资回报率，促进协同发展。

投融资机制与市场环境的优化也是关键。建立健全的

投融资机制，可以为能源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例如，

通过设立绿色能源基金、发行绿色债券等方式，可以吸引更

多社会资本进入火电与光伏储能领域。此外，完善的市场环

境如电力市场化改革和新能源配额制，可以促进公平竞争，

激发市场活力。

4 协同发展的环保效应分析

4.1 环保效应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全面评价东部内蒙古地区热电和光伏储能协同发展

的环保效应，我们构建了一套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体系。

4.4.1 空气质量改善
与传统燃煤电站相比，光伏发电过程几乎不产生空气

污染物。通过热电和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我们能够减少

SO2、NOx 以及颗粒物（PM2.5 和 PM10）的排放，从而改善

区域内空气质量，减少雾霾发生频率。

4.4.2 水资源利用
热电站通常需要大量的水用于冷却工艺，这对水资源

较为紧缺的地区来说是一个挑战。而光伏发电不需要大量水

资源，使得整个能源系统对水资源的依赖性降低。同时，通

过优化用水管理，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4.4.3 土地利用效率
光伏发电站通常占地较广，但通过优化选址与设计，

可以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例如，可在

废弃的矿区或荒地进行光伏电站建设，避免占用耕地和其他

高价值土地。

4.2 协同发展对环保的积极影响
4.2.1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通过热电和光伏储能的结合，传统燃煤电站的运行时

间和负荷将会减少，从而直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据测

算，若光伏发电占比能达到区域总发电量的 30%，每年可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数百万吨。

4.2.2 降低空气污染
协同发展模式将优先利用光伏能量，减少对煤炭燃烧

的依赖，这可显著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

某项研究表明，采用这种模式后，当地空气质量指数（AQI）
有望提升 2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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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资源效率提升
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和管理模式，协同发展能够大幅提

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例如，通过储能系统的应用实现电力

的峰谷调节，不仅提高了电力系统的稳定性，也优化了水资

源、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

5. 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5.1 东部内蒙古典型项目介绍
在东部内蒙古地区，多个结合了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典

型项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例如，赤峰市的某

综合能源基地项目集合了大规模的光伏发电站和传统火电

站，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实现了能源的协调管理。此外，呼伦

贝尔市的另一项目则重点发展了分布式光伏与火电结合的

方案，突出区域电力调度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5.2 协同发展带来的效益评估
通过对上述典型项目的效益评估，可以发现协同发展

的多个积极影响。一方面，光伏发电和储能技术的结合显著

减少了煤炭燃烧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在赤峰综合能源基

地项目中，计算数据显示，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

20 万吨。另一方面，光伏储能与火电机组的协同运作提高

了电网的弹性和稳定性，减少了峰值负荷对电网的冲击。

5.3 环境效应的实证数据分析
为了科学评估协同发展的环境效应，本研究收集了多个

典型项目的数据。以赤峰和呼伦贝尔市的项目为例，项目启动

后的空气质量监测结果显示，PM2.5 和 PM10 等污染物浓度大幅

下降。此外，通过水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项目区域的水质状

况也有所改善。从土壤监测数据来看，协同发展方案还减少了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趋势，对区域生态系统具有积极作用。

5.4 实际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技术整合的复杂性和成本较高，初期投资压力

较大。其次，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光伏电力的消纳和补贴

政策不稳定，影响了项目的长期收益。最后，区域内能源管

理和调度系统的协调性有待提升，特别是在大规模新能源发

电并网时，防止电网过载和保障供电稳定成为关键问题。

6. 未来发展方向与建议

6.1 技术与产业的持续创新
首先，为了更好地支持能源存储的需求，未来应继续

推动储能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和循环寿

命。其次，在光伏技术领域，开发更高效、更低成本的光伏

组件和系统是关键，通过提高转换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可

以使光伏发电更具竞争力。最后，优化火电厂的燃烧和排放

控制技术，提高能源转换效率，也是一个重要方向。

6.2 政策支持的持续深化
政策支持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至关重要。未来需要

完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法规和标准体系，以确保行业在一个

规范和可预期的环境中健康发展。此外，推动电力市场化改

革，为新能源发电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使之能够与传统能

源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提高整体能源效率和降低成本。

6.3 公共意识的提升
通过加大公众对清洁能源重要性的认知教育，鼓励社

会各界参与到能源转型和环保实践中来，通过制定激励政策

吸引企业和市民积极参与。同时，营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社

会舆论氛围，使绿色生活理念深入人心，从而推动全社会共

同为实现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目标而努力。

6.4 国外相关经验的借鉴
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是提升本国新能源和环保

水平的有效途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并促进

其本地化应用，可以快速提高本地新能源技术和管理水平。

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共享资源和成果，也是未来发展的一大

方向。通过国际合作，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能源和环境挑

战，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

7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蒙东地区火电与光伏储能协同发展的详

细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

首先，在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中，研究发现其

协同效应有效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火电作为基础

负荷电源，在光伏发电不足时提供必要的电力支持；另一方

面，光伏储能系统在光照充足时储存多余电能，减少了火电

厂的燃煤消耗，从而提高了总体能源利用率。

其次，火电与光伏储能的协同发展显著减轻了环境压

力。通过减少火电厂的燃煤量，降低了二氧化碳及其他有害

气体的排放，促进了大气质量的改善，体现了环保效应的明

显提升。这为蒙东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这种协同发展模式推动了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

通过发展清洁能源与传统能源协调互补的模式，蒙东地区逐

步实现了能源结构的优化，通过持续努力与优化，火电与光

伏储能的协同发展将为蒙东地区实现更加绿色、可持续的未

来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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